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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《造型与形式构成》》

作者简介

约翰.伊顿，德国包豪斯设计学院基础课教学形式导师，同期任教的导师还有康定斯基和克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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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《造型与形式构成》》

精彩短评

1、伊顿的书，确实明白了体验的意义
2、很好，很基础，很透彻，只是有些作业还没细细琢磨，字虽少但深入肌理，挺好的书
3、电子版缺页好多啊
4、看的版本不全，且不论里面的教学方法是否有用，但是可以看出一个师者的教学态度。
5、有点眩晕⋯
6、对学生的引导挺好的。
但是至于怎么构成倒是不大明白，只能看看作品啦，作品倒是有一些不错得
7、伊顿的设计课。90年之前的课程比现在的设计课还要好！
8、基本罗列 无深入思考和讨论的思路
9、包豪斯的基础课程有趣多了
10、这书不太适合用来读，这更像是一位家庭教师，很多需要去实践和亲身感受的部分。但是非常的
好，在大学旁听了几堂课⋯⋯尤其是一门摄影课，从演示文稿的制作，到教师自己经验的分享，怎么
看都更适合去教老年大学⋯⋯反观本书的作者，他不但自己对色彩，造型，形式等内涵深有体会，而
且会通过适当的教学方法，让学生也真正能理解这些概念背后的确切含义。非常了不起⋯⋯
11、有一种书不知道如何形容。。。就是 隔的时间越久 越觉得里面所讲之真切 认识也越深刻
12、for the pics
13、这本书是伊顿在包豪斯任教的教案记录，当中的许多成果直接来源于包豪斯以及伊顿以后在柏林
创办的伊顿艺术学院中学员的作品。伊顿是一个热衷于教学的人，他的很多观点和灵感来源于中国文
化（特别是他在前言中以《老子》引文作例）。这本书成为他对自身教学经验和成果的回顾。
14、看完之后明白，提高感知力有多么重要。
15、学习设计的核心在于需要不断的思维训练，作者的练习韵律感的方法让我开眼睛。
16、巨變態的書⋯⋯
17、画之前要做运动~好的身体的活动开展的良好前提~
18、真正的观察，真实的感情，名副其实的冥思。
19、relire
20、构成与中国水墨画的理论和实践这么相似，真是一个有意味的交点
21、伊顿！太难得的老师了！！
22、对想熏陶自己的门外汉没太大作用，有一点被感动而已
23、伊顿的教学方法很有意思。
24、前言居然以老子引文做例，体验与感知式的教学方式甚有趣。
25、经典，待精读
26、非常不错的一本书，可以作为东南训练的补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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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《造型与形式构成》》

精彩书评

1、绘画状态“我早晨上第一节课的时候，先给学生做呼吸和凝神的练习，使学生的身心处于良好状
态。一、运动四肢，弯腰转体，注意保持脊柱的灵活。二、静立、静坐或静躺，集中思想放松肌体的
每一个部分，这是唯一放松体内器官的方法。三、运用声音振动法来放松、平衡和协调肌体。”“ 要
用线条或块面去表现一种真正的情感，首先要有这种情感的内心激荡，手臂、手和手指乃至整个身体
都必须倾注这种情感。用毛笔流畅地画一个圆不仅要求能够控制整个身体，而且要最大限度的聚精会
神。”理论核心“我的构图理论基础就是普通的对比理论。”案例；给一个抽象的对比或主题，要求
学生用自己的感觉去体验，动脑筋使他们具体化，然后进行综合性的实际创作。保罗·克里的日记：
他开始谈论风，并叫学生站起来就风和风暴的主题表达他们的感觉，接着布置作业表现风暴。他给学
生十分钟时间做这个练习，然后就是检查作业和苛刻的评价。接下来就是练习。纸撕了一张又一张，
满地都是。有些起劲的学生上一次课要用去好多张纸。最后大家都有点累了，他就给他的基础课程班
学生布置回家作业——同样的练习。分析名作的方法“在让学生就形式、节奏、色彩原理讨论后，要
求学生分析有关名作，使学生了解不同的大师在决绝某个问题的不同方法。”“当某个钢琴家首次通
过弹奏去了解某一乐曲的时候，他的目的不是按照作曲家的要求去演奏每一个音符和节奏，而是要努
力在整天上把握作品的基本精神。”“学生必须像钢琴家一样通过移情作用，再次去表现那副作品表
现的悲剧。”“他让学生根据照片画一些作品构成的重要成分，通常是一些直线和曲线的运动⋯⋯学
生力图从这种非常复杂的作品构成中汲取某些本质特征。”案例：对戈雅画作的明暗分析。将画面分
解为黑、白、灰三种色调，引导学生全面地学习整个画面的构成而不是客观造型。明暗对比最具表现
力的构图方式。一切效果都是相对的。“基本依赖于明暗效果的构图绝非产生于线条轮廓，因为块面
的色度与和谐取决于明暗对比的力度。块面的明暗效果与线条轮廓的明暗效果，在本质上有着巨大的
不同。”案例：明暗自然造型的几何分解（我觉得这里翻译得不太通，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但我又看不
懂德语）。这是明暗关系构成的自然造型习作。要求造型简洁，用明暗表现自然色块。开始不用考虑
空间，一遍准确地掌握色调变化和造型特征。色彩理论十二色环纹理和结构“学生闭上眼睛，用手指
去感知各种纹理结构。我要求他们做对纹理材料对比的创作练习。他们到处搜集创作材料，老奶奶放
杂物的抽屉、厨房、建筑工地的垃圾堆⋯⋯他们重新发现了周围的一切。” 关于画出对象的“本质”
这是对我启发比较深刻的。作者让学生画简单的有柠檬的静物“他们很快就画好了构图，用疑问的眼
光看着我，期待我讲解造型的几何问题。我拿起柠檬切成片，然后给班里所有成员一人一片让他们吃
，接着问他们你们是否再现了柠檬的本质？”尼克莱代斯的《素描进阶教程》也强调要求真正感受、
理解、触摸对象。当时我没有在意。因为我是在练习基础性写实的素描，我觉得重点是把空间客观的
再现，跟感受有什么关系呢，表现是以后的事情。伊顿问学生的这一句话提醒了我对绘画的理解是有
问题的。绘画的目的（哪怕是写实的绘画）不是空间，不是眼睛可以看到的。真实的再现是要把那些
看不见的本质的东西也用看的见的方式表现出来。画柠檬不仅要画出他是圆的、黄色的，还有画出他
是酸的。“ 一个初学者只有掌握了一定用笔技巧并能够辨别哪些是经验造型，哪些是非经验造型，他
就可以画出自然主题的东西了。他可以一笔画出一个水壶，但得真正了解水壶的三维空间造型、虚实
结构、壶柄的力度以及壶嘴和底座才能够画出正确的造型。就人的脸部表情创作来说，只有那些经过
深刻的内在真是感知的表情特征才能够得到表现。”“学生们曾连续一周每天早上都去观察蕨类植物
并进行写生，从而学会和了解了这种植物的造型特征。一周后他们在没有实物参照的情况下，凭借一
周来不断产生的内在基情，在15分钟内完成了创作。”平面形状方、三角、圆三种抽象形式的研究，
让学生亲自去体验三种不同形式。然后分别用圆形、方形、三角型的特征去进行构图创作，最后是进
行综合创作。立体形状（空间）“学习三维空间形式及其表现非常重要。开始，我要求学生用粘土塑
造球体、立方体、棱锥体、圆锥体和圆柱体，是他们能够感知这些三维空间的基本几何形式。然后他
们再运用某一几何形式特征去构成作品，在要求他们用两种或三种形式去构成作品⋯⋯这样学生就可
以用二度空间的绘画区表现三维空间形式了。”“如果要在完好的绘画平面上取得空间深度的视幻效
果，关键是把握对角线、交叉线和明暗色调的运用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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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《造型与形式构成》》

章节试读

1、《《造型与形式构成》》的笔记-第13页

        明暗对比在塑造形体时的作用，在大一做形体构成作业时候并没有意识到，形体产生的不同角度
都会产生不同的明暗，从而产生不同的对比效果。  pei-伊斯兰博物馆

p17图有助于理解不同色度图在图片平衡中的重要作用，这正是大一的平面构成水墨渲染的训练目标
。

“基本依赖于明暗效果的构图绝非产生于线条轮廓，因为块面的色度与和谐效果，在本质上存在巨大
差异”

2、《《造型与形式构成》》的笔记-第10页

        当一位钢琴师首次通过演奏去体验某一乐曲时，他的目的不是按照作曲家的要求去演奏每一音符
和节奏，而是要努力在整体上把握作品的基本精神

训练学生的 移情作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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